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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獲批
明確功能與定位 首提資本約束機制 提升抗風險能力

政策性銀行
以貫徹國家政策為要務

政策性銀行是指由政府發起、出資成
立，不以盈利為目的，在特定的業務領域
內，為貫徹和配合政府特定經濟政策和意
圖而進行融資和信用活動的金融機構。

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相比，
有共性的一面，如要對貸款進行嚴格審查，貸款要還本
付息等。但政策性銀行也有其自身特徵。

一是政策性銀行的資本金多由政府財政撥付；二是政
策性銀行經營時主要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社會效益，
不以盈利為目標，但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並不是財政資
金，政策性銀行也必須考慮盈虧，堅持銀行管理的基本
原則，力爭保本微利；三是政策性銀行有其特定的資金
來源，主要依靠發行金融債券或向中央銀行舉債，一般
不面向公眾吸收存款；四是政策性銀行有特定的業務領
域，不與商業銀行競爭。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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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
道）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獲
批，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昨
日向本報表示，本次行政改革方案獲
批，會使三大政策性銀行功能定位更突
出，服務國家戰略能力增強，勢必會促
進農村現代化、科學化和機械化的發
展，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進程中，發
揮積極作用，並促進「老、少、邊、
窮」地區，盡快向內陸地區的開放性城
市看齊。
譚雅玲指出，在整個中國經濟結構

中，農業短板突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改革方案獲批，對國家農業政策的落
實，將起到積極作用，勢必會促進農村
現代化、科學化和機械化的發展。她表
示，新一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糧食安全
問題，而糧食安全取決於農村發展的繁
榮程度，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功能
的突出，將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上，發
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譚雅玲表示，中國的外貿目前正處於

萎縮下滑階段，中國進出口銀行改革方
案獲批，對中國的外貿具有提升和促進
作用。她表示，中國進出口銀行的進出
口業務近幾年發展勢頭良好，在非洲的
業務拓展獲得顯著成果，充分發揮了政
策性銀行的優勢，在改革方案獲批以
後，它必將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進程
中，起到積極作用。

改革不能脫離主業
「國家開發銀行改革方案獲批後，將

在國內產業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均衡上發
揮作用。」譚雅玲指出，中國地區經濟
差異大，是金融改革方案落實難的絆腳
石，國家開發銀行下一步應在落後行
業，落後地區多做文章，發揮開發性銀
行政策性投入、投融資的職能，促進
「老、少、邊、窮」地區，盡快地跟內
陸地區的開放性城市看齊。
譚雅玲並表示，政策性

銀行改革，要吸收商業銀
行改革的教訓，不能脫離
政策性銀行的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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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提出，「國家開發銀行要堅持開發性金融
機構定位」、「中國進出口銀行改革要強化政策

性職能定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改革要堅持以政
策性業務為主體」。業內人士表示，此次改革強調了
政策性的職能定位，這與此前的改革方向稍有不同。

回歸政策性定位
除了回歸政策性定位，此次改革的另一大亮點是首

度明確提出將對三大銀行採取「資本約束機制」。中
國銀監會曾在2012年出台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
（試行）》，建立了一套非常全面的資本約束機制。
而對政策性和開發性金融機構採取何種約束機制，此
前並未有明確說明。
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於1994年相繼掛牌，成立至

今，為中國的「兩基一支」（基礎設施、基礎建設、
支柱產業）建設、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出口、糧棉油

收購等提供金融服務，特別在應對國際及區域金融危
機衝擊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自2007年開始的政策性銀行商業化改革以後，政

策性銀行在商業化道路上越走越遠，一些商業銀行的
「抱怨」之聲不斷。業界圍繞政策性銀行的定位、成
本、約束、越界的爭論也一直不止。
中國人民銀行相關負責人昨日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

表示，通過改革，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
行政策性功能和定位更加突出，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
力顯著增強，金融服務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穩步提升，
從而在支持外貿發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服務
「三農」、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等
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時，國家開發銀行通過
深化改革，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功能和定位更加明確，
有助於發揮其在重點領域、薄弱環節、關鍵時期的重
要作用。

專家指出，當前中國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實
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一帶一路」、京津冀協
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以及新型城鎮化等重要戰略，這
都需要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其中，開發性金融和政
策性金融是先導性力量。

資本金將獲補充
另據中國人民銀行相關負責人透露，此次改革還將

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則，補充三大銀行的資本金。
三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統一按照10.5%的標準實施。
根據官方批覆函件的表述，「一行一策」的改革方

向為：國家開發銀行明確資金來源支持政策，合理補
充資本金，強化資本約束機制；中國進出口銀行提升
資本實力，建立資本充足率約束機制，強化內部管控
和外部監管；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通過對政策性業務和
自營性業務實施分賬管理、分類核算，明確責任和風
險補償機制，確立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約束機制。

須建完善治理結構
此外，此次改革方案還明確提出三大政策性銀行要

建立並完善治理結構。據悉，隨着今年3月中國農業發
展銀行任命了新的董事長、行長後，三大政策性銀行
已經全部成為了董事長與行長分任的金融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官方昨日公布，由中國人民銀行會同有關單位提出

的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已經正式獲得國務院批准。其中，國家開發銀行明確定位為

開發性金融機構，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則定義為政策性銀行。此次改革將按照

「一行一策」的原則，補充三大銀行的資本金，並首度明確提出對三大銀行採取「資本約束機制」。

業內人士指出，這一方面可以提高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同時也有助於降低銀行的資金成本。

■國家開發銀行定位為開發性金融機構。
資料圖片

■改革方案提出，中國進出口銀行改革要強化政策性
職能定位。 網上圖片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改革被要求堅持以政策性業務為
主體。 網上圖片

1994年，中國的政策性銀行應運而生，
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
業發展銀行都先後在這一年成立。當時，
中國正值金融體制改革之際，需要推動四

大國有專業銀行能夠擺脫政策性貸款業務，轉向商業性
銀行服務。三大政策性銀行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中國在推動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型時，

面臨着一個障礙，那就是四大國有專業銀行要把政策
性貸款分離出來，專門從事商業銀行業務。

當時需要分離的政策性業務主要有：一是每年農副
產品收購資金貸款和農村扶貧貸款；二是為國家重點
基建工程的貸款；三是成套機械產品出口信貸。這三
類業務從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分離出來後，就相應成立
了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

國家開發銀行於1994年3月7日成立，其主要任務
是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辦理政策性貸款和貼息
貸款業務，確保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需求。中國
進出口銀行於1994年4月26日成立，主要業務是為
大型機電成套設備進出口提供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
為中國的成套機電產品出口信貸辦理貼息及出口信用
擔保。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於1994年11月成立，主要
承擔國家糧棉油儲備和農副產品合同收購、農業開發
等業務中的政策性貸款，代理財政支農資金的撥付及
監督使用。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四大國銀轉型 催生政策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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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除了政策
性銀行的改革之外，內地商業銀行亦處於改革之中。據
中國證券報報道，財政部正在研究討論新的措施，以幫
助銀行解決不良貸款問題。業內人士認為，未來銀行不
良貸款核銷政策有望繼續放寬。此外，本月發改委還推
出了增加基礎建設投資的新措施，鼓勵企業發行高科技
與養老等有關項目的債券。
去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和不良率呈雙升態勢。根據
銀監會披露的數據，2014年12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
款餘額8,426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年初增加2,506
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25%，較年初上升0.25個
百分點。有分析稱，不良貸款與經濟環境息息相關，銀

行業不良貸款率未來或仍會上升。不過，今明兩年中國
經濟企穩，不良貸款與經濟走勢存在6至9個月滯後
期，因此，「相信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初銀行質量會趨於
穩定。」

鼓勵企業發行養老債券
另據報道，發改委將為區域發行債券的企業提供便
利，放寬發行的數量與資金募集的百分比限制。據介
紹，發行養老債券的企業可募集超過總投資金額70%的
資金投入與債券發行有關的項目，此前這一額度為
60%。監管人員表示，企業同時也將被允許使用高達
50%的募集資金，歸還銀行貸款以及覆蓋運營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日前在《中國銀
行業》雜誌發表署名文章，闡述新常態下的
銀行業的改革與發展。他強調，銀行業在經
濟新常態下要充分認識貸款增速回穩、存貸
利差收窄、社會融資方式轉變、不良貸款反
彈、監管「寬進嚴管」五大趨勢。

要講轉速講質量講戰略
尚福林表示，種種跡象表明，以往銀行業

發展「水漲船高」的便利條件已經不再具
備，增長速度回穩將成為銀行業的一種長期

趨勢。銀行業要把轉變發展方式作為首要戰
略選擇，提高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具體可以
從三方面研究應對舉措：一是由「講增速」
向「講轉速」轉變。二是由「講數量」向
「講質量」轉變。三是由「講佔比」向「講
戰略」轉變。改變圍繞現有市場份額過度競
爭的傳統做法，充分利用國家戰略出台、經
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空間，謀
求新發展。
尚福林強調，銀行業要充分認識存貸利差

收窄的趨勢，積極轉變盈利模式。要仔細研
究向管理、定價、風控和服務要效益。

探索加強信貸業務創新
他表示，銀行業還應充分認識社會融資方

式轉變的趨勢，大力提升創新驅動能力。首
先，要探索如何利用信息技術加強業務創
新。其次，要探索如何加強非信貸和表外業
務創新。三是要探索如何加強負債業務創
新。通過金融債、大額存單、要約交易等多
種手段籌集資金，提升主動負債能力。四是
要探索如何加強信貸業務創新。
另外，銀行業要充分認識不良貸款反彈的趨

勢通過及時核銷不良、積極盤活不良、爭取重
組不良、探索轉化不良等方式，切實防範化解
風險隱患。同時，尚福林強調，銀行業應充分
認識「寬進嚴管」的趨勢，強化守法合規經營。

尚福林：銀行業要轉變發展方式

內地研推措施 助解不良貸款

■業界認為，未來銀行不良貸款核銷政策有望續放
寬。 資料圖片

■尚福林 資料圖片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陸續增加。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12日消息，經現有意向創
始成員國同意，荷蘭、巴西、芬蘭、格魯吉亞、丹麥正
式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
國。
據新華社報道，財政部確認，截至目前，亞投行意向
創始成員國增至46個，包括奧地利、孟加拉國、巴西、
汶萊、柬埔寨、中國、丹麥、法國、芬蘭、格魯吉亞、
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意大利、約旦、哈薩
克斯坦、韓國、科威特、吉爾吉斯斯坦、老撾、盧森
堡、馬來西亞、馬爾代夫、馬耳他、蒙古、緬甸、尼泊
爾、荷蘭、新西蘭、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塔
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西班牙、斯里蘭卡、瑞士、
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阿聯酋、英國、烏茲別克
斯坦和越南。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已增至46個


